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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和谐社会构建的

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其发展历史而具有特殊的人格表现，具体表现在某些自卑型人格的出

现与自我超越。文章试图从阿德勒的人格理论出发，探究民营企业家自卑人格的产生根源及其消极影响，

并提出民营企业家超越自卑和完善人格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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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营企业家的人格特质与企业的联

系也成为中外心理学和经济学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如 Hermann Brandstaitter 在对企业和企业家人格

关系的研究中揭示，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比继承企业的企业家拥有更加稳定和独立的心理特征，同时

这些具有稳定和独立人格特质的企业家对自己在企业中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满足

感，并且倾向于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企业。［1］中国的民营企业具有特殊性，是在政府启动、政策拉动

和国家政策不健全的情况下，拾遗补缺成长起来的，这与真正的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存在

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与真正的企业家在素质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同

时，在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里，很多都是为生计所迫才走上经商办实业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

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特殊的成长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格完善，一些民营企业家

白手起家有所成就，但是其自身素质相对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等还相对欠缺。此外，由于受到长期

的封建体制与后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民营企业家是一个受到普遍贬

抑的阶层，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配的社会地位与公众认同，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投机倒把等曾一

度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本质属性的代名词，完全忽视了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经济发

展推动者的正面角色。正是由于这种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出现人格缺

陷等问题，其中民营企业家的自卑人格与超越，成为目前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在深入分析中

国民营企业家自卑心理的基础上，根据心理学家阿德勒所提出的人格理论探讨民营企业家自卑人格

的根源，并提出超越自卑人格的对策。 

一、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阿德勒认为，人格的形成与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关，并强调个体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

体，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他又强调人格的独特性，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是一种独

特的组合，个人的行为显示他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 

（一）人格动力学理论 

阿德勒的人格理论是以社会文化为取向的。他认为社会的价值观念、人的社会性是行动的动力，

并用“自卑及其补偿”、“侵犯驱力和男性反抗”、“追求卓越”等概念表述人类行为的动力特征。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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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种人格统一于某个总目标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称为“追求优越”，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向上

意志”的支配，［2］因此羡慕别人、胜过别人、征服别人等行为都是追求优越的人格表现。在追求优越

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追求优越既可能成为向上的动力，激励人去追求更大的成功；另外

也可能会由于追求自己个人优越，而忽略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变得骄傲、专横、虚荣自大、妄自尊

大，缺乏社会兴趣。 

（二）生活风格理论 

阿德勒认为，生命早期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儿童到了四五岁时，“生活风格”就已

作为一种原型而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这就为他处理以后所有的经验提供了规格。［3］（15）同时阿

德勒还强调家庭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在四岁以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行为模

式，将成为他一生中不易更改的生活风格而固定下来。每个儿童在家庭中所处的情况不同，家庭的

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父母的性格、兄弟姐妹的相处，以致邻居的关系和亲友的交往等，处处都对

他产生影响。［3］（105 - 133）儿童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想法设法去寻求行之有效的补偿方法，克服自己的 

自卑感，以求适应环境和生活。这正是阿德勒的“生活风格”的内蕴所在。 

（三）社会兴趣理论 

在社会兴趣理论中，阿德勒着重指出了自卑与社会兴趣的密切联系。从他研究器官自卑开始就

把自卑感的定义和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了。阿德勒认为人出生后就带有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很自然

导致儿童去补偿以获得优越感。由于儿童出生以后很软弱必须在别人的照顾下才能生活，所以儿童

会产生对他人的兴趣以补偿他的自卑。［3］（13 - 15）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儿童才能逐渐克服自己的软

弱。因此自卑感和社会兴趣密不可分，人依靠发展社会兴趣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四）自卑与补偿 

在阿德勒的人格理论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自卑（inferiority）与补偿（compensation）的

论述。阿德勒坚持自卑感是人的行为的原始的决定力量或向上意志的基本动力。人天生有一种争强

好胜、追求优势地位的本能冲动的力量，因为人一出生起就处于弱小、卑微、幼稚、依赖和无助的

境地，都体验着自卑，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的通性。［3］（61）因此，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人与生俱

来的一种心理现实。 

每个人克服自卑、寻求优越感的方式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补偿不当，另一种

是适当补偿。补偿不当指的是缺乏或过度补偿，这都会引发自卑情结，甚至患有神经症；而当一个

人面对自卑而积极地寻求适当补偿，追求优越时，自卑感则成为催人上进的推动力，使人不断开拓

进取，体验积极的生活。一个适当补偿的人，当他的努力在某方面受到阻挠时，他就能在另一方面

找到新门路，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 

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都是由错误的生活风格导致的，因此要超越自卑，就要树立正确的生活意

义。阿德勒认为促使人类行动的动机，是个人对未来的期望（虚构），而不仅是他过去的经验。阿

德勒把这种虚假的目标称为“自我的理想”，［4］它们能使人类按照其期待，做出各种行为，个人则能

借之获得优越感，并能维护自我尊严。所以，要改变自卑情结者的行为方式，就必须让他们分析自

己的生活目标，改变对自己或世界的看法，重新鼓起勇气，才有可能克服自卑。但是个人的生活意

义多不相同，没有绝对正确的。真正的生活意义在于对别人和社会发生兴趣以及能与人合作，在于

相互交往形成的合力而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就是阿德勒所提出的“社会兴趣”。每个人应积极参

与社会，并在贡献社会中超越自卑，实现自我价值。 

二、中国民营企业家自卑型人格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 
（一）中国民营企业家自卑型人格的特点 

20 世纪 70 年代末，私营经济的再生打破了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但是，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开

放并不代表国家政治环境和国民在经济思想上的开放，民营企业还不被社会接受和认可，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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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度对自己、对企业和对政策都没有信心。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

私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涌现出不少成功的民营企业

家。人们对于那些率先“吃螃蟹”的人既羡慕又十分崇敬，许多青年人甚至视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为

偶像。民营企业家们也不再没有信心，取而代之的则是自豪和骄傲。但是，过犹不及，迅速的拔高

也让他们陷入了过度自信的泥淖，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在对待成功和失败的看法上，存在一些思想上

的问题，出现如企业里的造神运动、企业英雄主义、轻度妄想症和赌徒心理［5］等，他们所表现出的

人格障碍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关注。 

缺乏自信也好，过度自信也好，看似截然不同，归根究底都是个体自卑所致。民营企业家自卑

心理的产生可能有其历史和时代因素，但个体心理学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体对事件的认

知评价及对生活事件的体验。不同的个体对同一生活事件有不同的评价，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反

应。正如阿德勒所说，具有自卑情结的人在缺乏补偿时，面对自己的卑微、无能而消极，不敢正视

现实，放弃自我改善处境的想法；而在过度补偿时，他们为了摆脱卑微，极力寻求另外一种满足，以

掩饰其自卑感，甚至不顾别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要求，只专注追求个人优越，对自己缺点克服过犹不

及，变本加厉地自我表现，专横跋扈，贬低他人。 

（二）中国民营企业家自卑型人格产生的根源 

中国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最初大部分是在那些从传统体制里不能得到更多更好利益的人员中发

展起来的，加之当时短缺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较为容易，因而使得民营经济的一些从业人员先天

的存在着素质上的缺陷，表现在个人的修养、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人际交往的层面等都有一定的局限；

而在现代社会，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应有的生产经营知识，原本

的文化根底也不厚实，又缺乏必要的系统学习，对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市场经营知识所知甚

少，这无疑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缺陷，导致民营企业家深刻的自卑；此外，中国传统观念对这一阶

层的贬抑，特别是在社会中与国有企业所享有的待遇有所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营企业家产

生自卑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已在 Rosalind等人的研究中所证实。［6］他们提出，在地位上占据优势的

团体比那些处在次要位置的小团体具有更加强烈的优越感，处在次要位置的团体则具有更加强烈的

自卑感，而这两种感觉又反过来增强或减弱他们的自尊感，使得处在次要位置的团体具有低自尊的

人格特性。 

为了补偿自卑，民营企业家不断的追求在其他方面的优越感，寻求成功，如扩大企业的影响力，

在生活上寻求高人一等的感觉，等等。当他们补偿不当时，过分专注于对自身优越感的追求而忽略

了对社会兴趣的追求，无论是缺乏补偿还是过度补偿，都会导致民营企业家自卑型人格的产生。 

在个体补偿自卑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个体由于补偿的不断失败而陷入自卑的心理状态，最终

完全被自卑感压垮；或者，其所转向的补偿是消极的甚至畸形的，确立了错误的生活目标，不仅无

法使个体获得正常发展，反而会给其带来极大的害处。当个体发现的自卑感较少，并能够及时补偿，

则会不断发现新的自卑感，不断进行新的补偿，以此循环，成为一个人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如果

个体在补偿自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过多，便成了阻碍个人成长的破坏力量，使其心理变得特别

脆弱，补偿作用就容易失效。若个体追求优越所设立的目标多数未能实现，未能随着外在环境的变

化而做出有效调整与应对，那么外在情境便由正常转化为具有威胁性的，给个体带来巨大心理压力，

同时这种补偿的失败尤其是不断的失败将会对个体造成累积性影响，则会加重个体的自卑情结。因

此当中国民营企业家追求优越的同时并没有得到恰当的补偿，经过不断的累积使得他们在人格上表

现出的自卑更加明显，也越来越偏离心理健康的轨道。 

三、自卑情节对民营企业家的消极影响 
自卑情节容易使人产生孤立、离群的心理，并且抑制个体的自信心、荣誉感和成就感。特别是

当人的缺陷受到周围人们的轻视、嘲笑、侮辱时，自卑心理往往会大大加强，甚至以畸形的形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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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暴怒、自欺欺人、抑郁等方式表现出来，长此以往，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偏差，产生情绪障碍，

销蚀人的斗志，甚至会出现自杀行为。 

民营企业家的自卑型人格，导致他们不能客观的对待外部世界，在企业事务的处理上容易产生

自我评价过低，缺乏自信，总感觉事事不如他人，特别是认为自身与企业在社会上没能享有公平的

待遇；自卑情节的存在使他们心理的成熟度和稳定性降低，从而影响对周围环境特别是市场经济的

正常判断和认知，造成过度焦虑、恐惧、抑郁等消极的情绪反应，这种消极的情绪反应又会进一步

强化其自卑感；在认知偏差和消极情绪的影响下，自卑型人格的民营企业家的斗志被渐渐消磨，无

论是事业还是生活中都失去了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使得他们或者自暴自弃、一蹶不振，或者在人前

夸大自身的财势，打肿脸充胖子。而自卑型人格的最大危害在于导致自杀行为的出现，当今社会中

真实发生的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也不在少数。自杀行为的出现，正是由于自卑型人格所带来的一系

列的消极影响使他们自我防御能力降低，采取自我毁灭这种极端的做法来回避冲突和压力。 

四、中国民营企业家超越自卑的对策分析 
自卑感表现为心理上的一种紧张状态，人们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状态，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做

出补偿，以克服并超越这种自卑状态。阿德勒在其理论中提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

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勇气，我

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7］可见自卑感

是来源于人的生命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价值的渴求，同时也是对发展、争取和成就更高欲望

目标的追求，而自卑能否成为个体追求优越的动力，关键在于个体对待自卑感的方式。对于民营企

业家来说，如何转变自卑情节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使自卑成为向上发展和取得更大成就的动力，将

生命价值逐渐升华而指向完美，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风格是否转变为社会利益型风格。     

首先，应该让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生活风格有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为了使其面对自己的自

卑感，采取鼓励和肯定的手段，以帮助他们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鼓励他们在应付事业和生活中的

问题时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其次，帮助民营企业家准确定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并建立优势目标。阿德勒提出，如

果一个人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那么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带着某种强迫性去追随这个目标，就

好像存在着一种他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3］（8）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和教育，协助民

营企业家认识到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其自身的重要性，建立符合自己发展的优势目标，鼓

励民营企业家投身公益事业，将对自身优越的追求转变为对社会优越的追求，形成社会利益型人格。 

此外，重视对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教育。阿德勒认为，教育能影响个体的志向和动机，应当

以培养个体的乐群的社会兴趣为中心。同时在教育时要注意培养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培养他们

提高自己能力的恒心与勇气，以克服其自卑感。但在教育的过程中应注意不要培养个体不切实际的

过于远大的雄心。［3］（134 - 154）因此在教育中培养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利益型生活风格的形成，并帮助他们

客观评价自我，完善自我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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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have some special personality traits due to the history of their development, which are 

reflected by their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surpassing of the sence of inferiority.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theory of Alfred Adl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ource of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its negative influence, and with this 

exploration suggests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entrepreneures to overcome the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perfect their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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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er success may be defined as the accomplishment of desirable work-related outcomes at any point in a person’s 

work experiences over time. It can be measured in tw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s, 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and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The predictors of career success can mainly be classified into human capit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ocio-demo- 

graphic status, and st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but emphasize 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more. Researchers need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mechanisms that each predictor acts 

on career success and improve scientificness of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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